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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商州区闫村镇坚持农业产业优先发展，积极发
动干部帮助村民制定产业规划，大力支持和引导村民学技
术、搞产业、增收入，形成了干群合力兴产业的良好氛围。

荒地种出“钱串子”

而立之年的张超是闫村镇南宽坪村人，在西安从事食
品销售工作。工作之余，他还积极参加闫村镇组织的农民
培训班，并在周边村考察能够改变荒地的种植种类。

南宽坪村的天然地理位置及海拔高度，让张超决定种
植五味子。五味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既能入药，也是
一种很受市场欢迎的保健水果。2021年，张超与村里另外
两人合伙筹备资金100万元，准备流转土地种植五味子。

张超看好的地是村里的一些坡地，杂草丛生，还不连
片，土地表层的石块还很多，不适合大面积农作物种植。“我
已经考察学习了很多次，五味子适应性强，只要有水源，即
使在很小的土窝里也能生长出来。”7月11日，张超说。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张超很快办好了土地租赁手续。
2022 年 4 月，张超从太白县购回 5 万株五味子幼苗，雇佣
村民打窝种植，在行间打桩搭架。

种植五味子，日常管理很重要。五味子喜水，也怕

涝。张超种植五味子的这片坡地不易积水，只需在为五味
子搭架的时候连接浇灌水管，并在高处装备储水设施即
可。为了打通销售渠道，今年 6 月，张超前往西安继续从
事食品销售工作，村干部刘志平便揽下了管理五味子种植
基地的活儿。

“种好五味子，地里的活就简单一些，主要就是浇水、
除草、施肥。村干部也帮着我们一同管理，有相关的培训
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我参加。希望能带动更多村民种植五
味子，形成我们村的特色产业。”张超说。

养殖飞鼠增收入

闫村镇华良沟村的卢王记与李张记既是邻居也是表兄
弟，两家的门前都种植着一大片的柏树，专门用来养殖飞鼠。

飞鼠学名鼯鼠，是一种药用价值较高的经济鼠类之
一，其粪便中医称为五灵脂。得知飞鼠的价值后，卢王记
便买了十来只养得试试。这一试，让他看到了养殖飞鼠的
前景。

“养飞鼠不费事，每天清扫房间，看到哪个笼子里的柏
树枝被啃得差不多了就给换换。”7 月 11 日，卢王记说。如
今，卢王记家里已经养了 200 多只飞鼠，每月能收集 35 公

斤左右的五灵脂。
看到哥哥卢王记养飞鼠收益不错，李张记也跟着买了50

多只飞鼠，经过多年自繁自养，目前已发展到150多只飞鼠。
飞鼠主要以柏树新鲜的细枝和叶子为食，华良沟村一

带的柏树并不多，卢王记与李张记两人常常搭伴儿去 5 公
里外的山上采摘柏树枝。后来，村党支部书记任永红建议
他们在自家地里栽植柏树，以备不时之需。几年下来，两
家门前共栽植了 5亩柏树，能够满足飞鼠的长期食量。

“幸好听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建议，疫情期间都是用家
门口的柏树枝喂飞鼠。冬季下雪不方便出门的时候，也都
是靠家门口这些柏树应急。”卢王记说。

种植柏树既能增加植被，也为飞鼠提供了口粮。卢王
记与李张记一直坚持在空地上种植柏树，小一些的只有小
拇指粗，大一些的柏树直径有 10公分左右。

卢王记说：“飞鼠带来的收入挺稳定，饲养成本小。今
年五灵脂每公斤价格比去年翻了一番，从 4 月份开始，每
公斤能卖 80块钱。”

干部帮忙兴产业

时值仲夏，满山披绿。7 月 11 日，在闫村镇上官村村
口不远处的一间鸡舍里，村民李安民熟练地把鸡蛋一一放
入托盘。正是产蛋期，李安民一得空就赶紧拿着托盘捡鸡
蛋，一天能捡 350公斤左右的鸡蛋。

2016 年之前，李安民在外跑货运，一年收入颇丰。当
年底，他带着妻儿回家过年，在与村党支部书记王生宝闲
聊间，听到了许多回乡创业的成功事例，也了解了一些支
持创业政策，便萌生了回村发展的想法。

说干就干。李安民回乡创业的决定得到家人
的理解，也得到了镇村干部的支持。为了积
累创业经验，李安民就去亲戚那儿学习
蛋鸡养殖，王生宝帮他及时协调流转
土地事宜。

李安民说：“土地流转那会儿，
村干部把相关的村里人叫来一起
协商，尽可能让双方都满意。申
请办场手续时，我填了表，把资
料交给镇上，不久证就直接送
到家里了。”

手续办完，李安民就着手
平整场地，王生宝则帮其规划功
能区域。

建好了鸡舍，李安民很快拉
回了第一批鸡苗，在育雏室养了四
个月后开始产蛋。然而，第一批蛋鸡
的产蛋率并不高，这让李安民犯了难。
村干部知道后，就跑来与李安民一同查找原

因、商讨对策，最终发现鸡舍笼子间隙过近、防疫不及时，
是影响产蛋率的直接原因。李安民果断重新设置鸡笼，撤
掉一条空笼，加装风机，新购自动控温设备。后来，李安民
家的蛋鸡产量一直保持稳定。

为了减少饲养成本，从 2020 年起，李安民不再购买雏
鸡，改为购买青年鸡。青年鸡 60 天左右就能产蛋，成活率
高，产蛋量也十分稳定。

看到李安民养殖蛋鸡收入可观，村里其他村民也开始
投资修建鸡场。

“镇村干部和包扶干部都很热心，时常到鸡场了解情
况，帮助解决问题。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村上其
他人一起搞养殖，让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李安民说。

干 群 同 心 振 兴 乡 村
本报记者 王孝竹

“一公斤 54 块钱，一个人每天采 7.5 公斤左右，一天能挣近 400 块
钱，比在外面打零工强多了。”7 月 14 日，天刚蒙蒙亮，简单地吃了早
饭，商南县十里坪镇宽坪村村民马金莲就带着女儿，背起竹篓，匆匆上
山采摘连翘果。

“趁着周末，我带着两个孩子在自家连翘地里两天就摘了 25公斤，卖
了 1300多元。”西坪村村民王红仙说。

7 月以来，十里坪镇 13 个村的群众一有空闲时间，就上山采收连翘。
近年来，十里坪镇依托野生连翘资源优势，按照当地产业布局规划，引导
群众大力发展坡地栽植，使连翘成了推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目
前，十里坪镇已栽植连翘 3280 亩 100 万株，带动就业 500 多人，户均年增
收 3000元。

“连翘一般栽植后 3年即可挂果，5年至 8年进入盛果期，盛果期如果
经营管理得当，每年亩产干品可达 80 公斤以上，亩产值可突破 9000 元。
一次栽植可连续收益二三十年，投资少、见效快、收益期长，是很好的长效
产业。下一步，我们将充分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培养连翘产业技术人才，
延长连翘产业链，促进群众增收致富，让‘绿水青山’成为致富增收的‘金
山银山’。”十里坪镇党委书记王斌说。

“苦”连翘成“甜”产业
本报通讯员 张 英

“今年的金银花由于雨水多，开得好，花型和花瓣都比往年好，预
计晾干后市场价格比去年高。我家仅此一项一年增收将近 3000 元。”
7 月 12 日，丹凤县寺坪镇赵塬村白塬组村民刘书民一边采摘金银花，
一边开心地说。

又到金银花收获季，地处流岭腹地寺坪镇的田间地头、沟沟坎坎到处
都是盛开的粉白色金银花。一朵朵白色的花瓣在绿色藤蔓的衬托下，成
为夏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金银花像是钱串串，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几年前，当地政府就号召村民大面积种植金银花。该镇河道沿线的
平坦地带、坡塬地都种上了金银花。这种药材种子生命力极强，只要有土
能扎根都能生长出来，而且结出粉白色的金银花不需要施肥，产量也可
观。每年春夏季节，寺坪镇的田间地头被金银花包围着，那粉白色的花朵
骄傲地开放着，引来游客驻足欣赏。目前，寺坪镇 11 个村发展金银花面
积超过 1000亩，预计今年产值 400万元左右。

寺坪镇党委书记袁博说：“金银花在寺坪落地开花，并结出了丰硕的
成果，老百姓普遍掌握了它的栽培技术，有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让村
民尝到了甜头。今后，政府将继续鼓励和支持村民种植金银花，并作为一
项支柱产业长期发展下去，不断为全镇乡村振兴、农民致富添彩。”

金银花开“金银来”
本报通讯员 田吉文

盛夏时节，草木葳蕤。7 月 18 日，晨曦初露，空气
清新。洛南县石坡镇南坪村千亩烟田里，阳光透过密
密匝匝的烟叶，映射出斑斑驳驳的光影。茂密的烟叶
夹杂着点点白花，格外壮美秀丽。村党支部书记郝民
生一大早就在村头田间走走看看，这是他几十年来养
成的习惯。

“南坪村地处千米梁塬之上，过去属水电路三不通
的贫困村。由于海拔较高，加之地处干旱，缺乏主导产
业，群众生活苦焦，生活贫困。”谈起村里的变化，郝民
生深有感触。

这些年，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南坪村在各级
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下，坚持以精神文明建
设为指引，全面加大投入改善村容村貌，推进产业振兴
增加群众收入，强化思想引领加快文明创建，着力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如今，走进南坪村，这
里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风淳朴，村间道路干净整洁，
处处花艳草碧，大片烟田丰收在望，村民的幸福生活洋
溢在脸上。

改善基础设施 打造生态宜居乡村美

“南坪村地处大秦岭深处、梁塬之上。以前，这里
常年干旱、交通不便，全村 13 个村民小组 484 户 1604
名群众就分布在坡塬之上，过着吃饭靠天的苦日子。”
郝民生说。

穷则思变。近年来，南坪村在郝民生的带领下，
抢抓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机遇，在县镇及包扶单
位的大力支持下，以秦岭山水乡村建设为契机，扎实

开展“两改两转三促进”，大力实施道路硬化、水利和
文 化 设 施 以 及 村 居 绿 化 美 化 亮 化 建 设 。 先 后 投 资
700 多万元，硬化通村、通组及机耕路 20 多公里，有
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投资 500 多万元，让群众告别
了“井窖水”，吃上了自来水，解决了千百年来群众吃
水 难 题 ；投 资 300 多 万 元 全 面 实 施 群 众 土 坯 房 改
造。深入开展“五美庭院”创建，深化人居环境卫生
整治，全面改善村容村貌，打造“村即是景、景即是
村”的生态宜居乡村。

搭稳支柱产业 推动产业兴旺村民富

干部富了不算富，群众富了才算富。作为村里烤
烟种植大户的郝民生，在自己发家致富的同时，积极制
定产业发展规划，改变群众思想观念，全力推动产业兴
旺村民富裕。

南坪村坚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因地施策，立足
千亩烤烟村优势，确定村级“烤烟、辣椒、核桃、韭菜、中
药材”五大主导产业，将烤烟产业作为群众增收的支柱
产业来抓，坚持抓规模、抓产值、抓效益。通过多年发
展，目前全村发展烤烟 1100 亩、辣椒 260 亩、中药材
500 亩、韭菜 400 亩、核桃 3 万株，全年实现产值 1200
多万元，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让老百姓端上“生态碗”、
吃上“产业饭”。

人勤地不懒，勤劳朴实的南坪人依靠自己的双手
改写了命运。薛佩杰、孙亚斌等一大批烤烟种植大户，
种植烤烟 40亩以上，年收入近 20万元。他们盖起小洋
楼、开上小汽车，过上了富裕的好日子。

“群众富了，村集体经济也要发展！”郝民生说。
2018年起，在郝民生的带领下，村集体经济组织先

后种植辣椒 50 亩、种植天麻 1200 窝，村级经济累计结
余 15万元。

强化思想引领 实现民风淳朴文明兴

11 组村民刘红霞的婆婆患半身不遂多年，但刘
红霞不离不弃、细心照顾。今年 4 月份，南坪村召开

“好媳妇、好公婆、卫生示范户、产业大户”表彰大会，
刘红霞被表彰为村里的“好媳妇”，对其进行披红戴
花、发放床单被罩奖励品，同她一道受表彰的共有 22
名群众。

群众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南坪村紧紧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志愿服务小分队，有效利用

“群众会”“院落会”及红白喜事，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理想信念教育等内容进行宣传宣讲，为群众送祝
福、表心意，不断强化群众思想引领。同时，村“两委”
及时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设立善行义举榜，深挖选树各
类典型，引领群众见贤思齐。充分利用南坪村文化广
场等阵地，发挥群众自乐班、舞蹈队作用，开展寓教于
乐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坚持以“一约
四会”为载体，持续推进行移风易俗，让村民在精神文
明滋养中既富口袋又富脑袋，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新时代，需要文明来伴行；新起点，文明创建永远
在路上。南坪村以“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美丽南坪”
为统领，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文 明 新 风 润 山 乡文 明 新 风 润 山 乡
———洛南县南坪村以文明乡风引领产业振兴—洛南县南坪村以文明乡风引领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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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王记喂飞鼠卢王记喂飞鼠

村民科管五味子村民科管五味子

李安民捡鸡蛋李安民捡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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